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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體育選修課 

武術兵道 

一、簡介 

    武術兵道，從字面來講，可以詮釋為由武術入道的兵器之道。“兵道”有兩方面的內

涵，即“兵”與“道”。《說文解字》中有述，“兵”，械也，在後世的注解中指持兵

者。在中國，”道”是武學的最高追求，武術屆自古就有“由技入道”“技近乎道”“學

技既修心”之說。“以武證道”，“以兵修道”，體現了“以身體之”的個人體悟性認知

特點，與武技體系中其他運動，如劍“道”、弓“道”、刀“道”、空手“道”、跆拳

“道”等有異曲同工之處。現代武術兵道是一項以器械格鬥為主，兩人或者兩支隊伍按照

一定規則，在同一片場地上互相進行進攻、防守對抗的現代體育運動。現代武術兵道源起

中國古代擊劍運動，是武術兵器格鬥的總稱，包括短兵、長兵、軟兵、暗兵和投擲兵五個

子項。目前，武術兵道推廣及賽事主要是短兵項目。 

二、分類與級別 

現代武術兵道主要分為兵道技與兵道搏擊兩類。其中，兵道技包括個人兵道技與雙人

兵道技，兵道搏擊按照性別、年齡、體重進行級別劃分，詳情見表 1 兵道搏擊級別分類

及體重。兵道技和兵道搏擊級別分為 1-10階及 1-9段。 

表 1   兵道搏擊級別分類及體重 

少年 

（18-40歲） 

青年 

（15-17歲） 

成年 

（18-40歲） 

男子&女子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39公斤級 

(≤39kg) 

48公斤級 

(≤48kg) 

44公斤級 

(≤44kg) 

56公斤級 

(≤56kg) 

48公斤級 

(≤48kg) 

42公斤級 

(＞39kg-≤42kg) 

52公斤級 

(＞48kg-≤52kg) 

47公斤級 

(＞44kg-≤47kg) 

60公斤級 

(＞56kg-≤60kg) 

52公斤級 

（＞48kg-≤52kg) 

45公斤級 

(＞42kg-≤45kg) 

56公斤級 

(＞52kg-≤56kg) 

50公斤級 

(＞47kg-≤50kg) 

65公斤級 

(＞60kg-≤65kg) 

56公斤級 

(＞52kg-≤56kg) 

48公斤級 

(＞45kg-≤48kg) 

60公斤級 

(＞56kg-≤60kg) 

54公斤級 

(＞50kg-≤54kg) 

70公斤級 

(＞65kg-≤70kg) 

60公斤級 

(＞56kg-≤60kg) 

52公斤級 

(＞48kg-≤52kg) 

65公斤級 

(＞60kg-≤65kg) 

58公斤級 

(＞54kg-≤58kg) 

75公斤級 

(＞70kg-≤75kg) 

65公斤級 

(＞60kg-≤65kg) 

56公斤級 

(＞52kg-≤56kg) 

70公斤級 

(＞65kg-≤70kg) 

63公斤級 

(＞58kg-≤63kg) 

80公斤級 

(＞75kg-≤80kg) 

70公斤級 

(＞65kg-≤70kg) 

60公斤級 

(＞56kg-≤60kg) 

75公斤級 

(＞70kg-≤75kg) 

68公斤級 

(＞63kg-≤68kg) 

85公斤級 

(＞80kg-≤85kg) 

75公斤級 

(＞70kg-≤75kg) 

60公斤以上級 

（＞60kg） 

75公斤以上級 

(＞75kg) 

68公斤以上級 

(＞68kg) 

85公斤以上級 

(＞85kg) 

75公斤以上級 

(＞7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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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材與裝備 

1、器材 

    兵道所用兵器為一根橡膠材質的短兵，長度總長 85-95cm，兵身直徑為 2.9-3.9cm，

護手盤的厚度為 1.2-1.5cm，把手 15-18cm，短兵兵尖為 2.9-3.9cm的緩衝軟墊，劍首

（把手末端）為 1.9-2.9cm的緩衝軟墊，重心零點在護手盤距離兵身 8-10cm處，重量

200-500g。比賽中使用短兵的長度及重量要求因性別、年齡、體重而異，詳情可參考表 2 

不同性別、年齡、體重級別兵器重量表。 

表 2 不同性別、年齡、體重級別兵器重量表 

成年男子 青年男子 少年男子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60 公斤級及以下 400g 52 公斤級及以下 350g 42 公斤級及以下 300g 

65-75 公斤級 450g 56-65 公斤級 400g 45-52 公斤級 350g 

80 公斤級及以上 500g 70 公斤級及以上 450g 56 公斤級及以上 400g 

成年女子 青年女子 少年女子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體重級別 兵器重量 

52 公斤級及以下 300g 47 公斤級及以下 250g 42 公斤級及以下 200g 

56-65 公斤級 350g 50-58 公斤級 300g 45-52 公斤級 250g 

70 公斤級及以上 400g 63 公斤級及以上 350g 56 公斤級及以上 300g 

 

圖 1  短兵 

2、裝備 

    兵道技需著兵道服，兵道搏擊需著中國武術協會認可之裝備，包

括頭盔、護肩、護甲、護手、護襠、護腿、兵道鞋等。兵道搏擊所用

頭盔為鋼鐵材質，可以保護頭部避免受傷；其他護具為加厚海綿材

質，具有一定反彈性，以保護身體各部位避免受傷。 

                                                                                                                                                    

                                                                                                                            

圖 2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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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持兵勢 

    左手握於護手盤下方，拇指扣住食指第一指處，其餘三指緊握手柄，虎口接近護手盤

下方。左手持短兵放于左髖一側，把手向上，兵身向下，兵尖斜向下 45度；右臂自然垂

於身體右側；雙腳可併攏站立，亦可分開與肩同寬站立。（圖 3  站立持兵勢） 

                                                   

3-1正面雙腳合併         3-2正面雙腳與肩同寬分立                  3-3側面 

圖 3 站立持兵勢 

 

五、基本禮儀 

1、抱拳禮 

雙腳合併站立，挺胸收腹，目視前方，右手握拳，左手大拇指完全向內扣緊，另外四指併

攏，左右雙臂抬起，快速環抱於胸前，至左手貼合右手指第一關節，抱拳與肩齊平，肘關

節略低於肩，距胸部 20-30釐米。（圖 4  抱拳禮） 

                                

  5-1正面                        5-2 俯視                        5-3側面 

圖四  抱拳禮 

2、抱兵禮 

       持兵勢站立，左右雙臂抬起快速環抱於胸前至右手四指水準貼合持兵手的掌指關

節，抱兵與肩齊平，肘關節略低於肩，距胸部 20-30釐米，行禮的同時鞠躬 30度，起

身，雙臂還原至持兵勢。（圖 5   抱兵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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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正面                       5-2 俯視                        5-3鞠躬 

圖 5   抱兵禮 

3、相見、道別禮 

- 遇見或道別兵道長輩，晚輩先行抱拳禮或抱兵禮，長輩還抱拳禮或抱兵禮； 

- 遇見或道別兵道同輩，同時行抱拳禮或抱兵禮。 

六、基本握法 

1、鎖握法 

動作姿態：以右手持握為例，拇指鎖扣食指第一指

處，中指、無名指和小拇指緊握手柄，虎口接近護

手盤；左手同理。（圖 6  鎖握法） 

動作要領：拇指扣住食指，其餘三指自然握柄，鬆

活而不僵滯。                                                                                              

圖 6   鎖握法 

2、開握法 

動作姿態：以右手為例，拇指打開，伸直，指尖前頂護手盤，剩餘四指相合，握攏手

柄；左手同理。（圖 7 開握法） 

動作要領：拇指須前頂護手盤，其餘四

指須緊握手柄，避免因對手擊打致使兵

器脫手。此種握法便於刺、挑等動作運

用。                 

                                                   圖 7   開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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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雙手握法 

動作姿態：雙手握法是在單手握法的

基礎上，加上另一隻手，構成雙手持

握手柄的一種握法。通常後手與前手

手心相對，持握短兵柄部，握柄時，

後手既可以全把緊握，也可以用四指

附著，以備形成合力。（圖 8  雙手

握法）                                          圖 8  雙手握法 

動作要領：兩手應互為輔助，靈活多變。雙手握法的目的是增強防守架、格擋和進攻時

的劈、砍、刺的力度。 

七、實戰準備姿勢 

動作姿態：以右手持兵為例，軀幹自然鬆正，微微側對前方，右臂稍屈，手心朝向左側，左手向

左後方自然伸展，下頜微收；目視前方；右腳在前，腳尖微內扣；左腳在後，腳尖外展，外展角

度為 60-90度；兩腳相距約為本人腳長的度倍；屈膝下蹲，重心置於兩腿之間。左側同理。（圖

9  基本步勢） 

 

                                                                                                                                 

 

 

 

 

 

          圖 9  基本步勢 

 

八、基本步法 

       兵道搏擊實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有通過不斷進行步法的移動和距離調整才能

搶佔有利的位置，進而進攻或防守。兵道搏擊有十種基本步法，各種步法的詳細動作過程

及要領已列於表 3  兵道搏擊基本步法。所有步法動作過程及要領均以右腳在前為例，左

腳在前同理。可掃各種步法右側 QR-Code觀看相應動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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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兵道搏擊基本步法 

步 

法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前 

進 

步 

左腳蹬地，右腳微貼地向前進一步，

約 20-30釐米，左腳隨即跟進，步幅

與前步相同；重心置於兩腳之間，上

體保持側身不變；目視前方。 

上體保持側向正身，勿前傾後仰；後腳

蹬地，助推身體向前移動，後腳隨即跟

進；前進距離等於跟進距離；注意邁進

距離和跟進距離不可過大 

 
後

退

步 

重心於兩腳之間，左腳微貼地後退一

步，約 20-30釐米，右腳隨即後退，

步幅與後步相同；重心置於兩腳之

間，上體保持側身不變；目視前方。 

上體保持側向正身，勿前傾後仰；右腳

蹬地，推動左腳移動，隨即後退；左腳

後退距離等於右腳後退距離；步幅大小

適中 

 
右

移

步 

右腳向右橫移半步，左腳隨即向右橫

移半步；上體保持側身不變；目視前

方 

向右橫向移步，先移動右腳，左腳隨之

移動，步幅相同，重心保持在兩腳之

間，上體不可左右擺動或前傾後仰 

 
左

移

步 

左腳向左橫移半步，右腳隨即向左橫

移半步；上體保持側身不變；目視前

方 

向左橫向移步，先移動左腳，右腳緊

隨，步幅相同，重心保持在兩腳之間，

上體不可左右擺動或前傾後仰 

 
搶

步 

右腳突然向前進步，屈膝前弓，左腳

蹬地，順勢向前移動左腳；目視前方 

突發性向前進步，注意避開對方視線，

不被對方察覺，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撤

步 

右腳向後收撤半步，左腳不動，保持

重心平衡，上體側對前方 

保持上體實戰姿勢不變，以退為進，蓄

勢待攻 

 
抬

步 

右腿屈膝上抬，小腿下垂，右腳與左

膝同高；左腳五趾抓地，支撐身體平

衡 

由於抬步勢用來避開對手對小腿的橫砍

或掃的瞬時動作，故要求動作敏捷 

 
跳

閃

步 

右腳迅速先向後上方收起，左腳蹬地

上躍，同時右腳下踩；保持身體平

衡，目視前方 

 

 

 

 

 

 

 

上跳以不超過膝關節為宜，起落輕盈敏

捷，變換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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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法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跟

步 

右腳向前邁進一步，屈膝前弓，左腳

隨即跟進，附于右步後，左腿屈膝，

左腳跟提起，左膝內側附貼於右小腿

內側；上體正直，側對前方 

步幅與跟進步幅一致，保持步幅行進重

心高度不變 

 
弓

步 

右腳向前進一大步，順勢屈膝前弓，

左腿後蹬，膝關節伸直；上體正直，

目視前方 

出步疾速，力求出其不意 -不適用 

 

九、基本技術 

1、進攻技術 

       兵道搏擊進攻是由點、崩、剪、劈、撩、挑、斬、砍、刺等基礎進攻技術的靈活

搭配，結合靈敏的步法以及完備的戰術策略共同構成的。各種進攻技術的詳細動作過程及

要領已列於表 4 兵道搏擊進攻技術。所有技術動作過程及要領均以甲乙雙方短兵相對為

例。可掃各種步法右側 QR-Code觀看相應技術動作影像。 

表 4 兵道搏擊進攻技術 

名 

稱 

子 

類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點 

技 

直 

點 

甲方伸臂懸腕，使短兵前端下垂，越

過乙方短兵護手，直線點擊乙方手腕

或前臂 

伸臂前探，懸腕上提，使兵身以最近

的距離突然擊發 
 

偏 

點 

甲方向斜前方上步，同時伸臂懸腕，

從乙方內側或外側點擊乙方手腕或手

臂 

 
崩

技 
- 

甲方持短兵由下向上以短兵鋒刃部分

崩擊乙方腕部或前臂下側。 

伸臂沉腕，突然發力，力達兵端 

 

剪

技 

內

剪

腕 

甲方手持短兵，前臂內旋，手腕下

扣，懸腕上提，手型轉下，力達兵

尖，短兵前端下側與乙方手腕交叉 

伸臂、鬆肩、上提、懸腕，攻其不

備，剪其不意 

 

外

剪

腕 

甲方前臂外旋，手腕旋轉至手心朝

上，反手懸腕上提，力達兵尖，短兵

前端外側與乙方腕部成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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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子 

類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劈

技 

立

劈 

甲方持兵上起，向前下方劈擊乙方頭

部、手臂或肩部，力點置於短兵刃

部，伸臂前探 

由於劈的動作幅度較大，在使用該技

術時，為了防止對方反擊，出擊速度

務必要快，否則容易被對方擊中 

 

環

劈 

內環劈：甲方以腕關節為軸，短兵緊

沿身體內側，向下、向後、向上、向

下繞環 360 度，掄劈乙方。前臂隨之

回收順勢加速，力求加大轉動速度 
 

外環劈：甲方以腕關節為軸，短兵緊

沿身體外側，向下、向後、向上、向

下繞環 360 度，掄劈乙方 

 

斜

劈 

左斜劈：甲方以人體中軸線的右側為

起點，斜面向左下方瞬時發力，劈擊

乙方 

右斜劈：甲方以人體中軸線的左側為

起點，斜面向右下方瞬時發力，劈擊

乙方 

- 不適用 

撩

技 

正

撩 

甲方持短兵以腕為軸，屈肘外旋，使

短兵沿身體外側，經後下方向前上方

撩擊乙方軀幹、腿部、手臂或兵械。 
撩擊時，伸臂將短兵送出。腕部靈活

敏捷，切忌上臂揮舞，被對方反擊。

運用該技術時，多與佯攻、虛晃、引

誘等戰術策略搭配使用 

 

反

撩 

甲方持短兵以腕為軸，屈肘內旋，使

短兵沿身體內側，經後下方向前上方

撩擊乙方軀幹、腿部、手臂或兵械。 

 

挑

技 

直

挑 

甲方直臂挺伸短兵，自下向上正面挑

擊乙方的兵刃和手臂 

鬆肩、直臂、側身、在上挑線路上，

特別注意與對方的兵刃、手臂成叉狀 

- 不適用 

內

側

挑 

甲方直臂挺伸短兵，自下向上從乙方

內側挑擊乙方手臂 

 

外

側

挑 

甲方直臂挺伸短兵，自下向上從乙方

外側挑擊乙方手臂 

 
斬

技 

- 

甲方短兵處於乙方短兵上位時，迅速

起兵上抬，疾速斬剁乙方短兵，迫使

乙方短兵低頭，為結合其他技術攻擊

乙方空檔做鋪墊。 

 

 

 

 

 

發力疾速、短促、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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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子 

類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砍

技 

正

砍 

甲方以腰為軸向右轉動，持兵由右向

左橫砍乙方小腿或腰部 

腰轉帶動腕轉，轉動時鬆活疾速。注

意轉腰帶動短兵蓄力時，揮動上臂的

幅度不可過大，否則容易被對手察覺

反制 

 

反

砍 

甲方以腰為軸向左轉動，持兵由左向

右橫砍乙方小腿或腰部 

 

刺

技 

直

刺 

甲方由後向前平刺，伸臂直腕，順肩

前送，發勁疾速，兵臂一體，力達兵

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刺中具體部位。

出手時如箭在弦上，發之必中 

 

斜

刺 

甲方避開乙方中線，提臂從外側發力

刺擊乙方胸部 

 

反

刺 

甲方短兵位於乙方外側時，甲方手臂

外旋，掌心向上，反手刺擊乙方肩、

背部 

 

 

2、防守技術 

       兵道搏擊防守技術分為接觸性防守和非接觸性防守兩大類，其中，接觸性防守包

括格擋、架擋、攔截、垂閉等；非接觸性防守包括躲閃。各種防守技術的詳細動作過程及

要領已列於表 5 兵道搏擊防守技術。所有技術動作過程及要領均以甲乙雙方短兵相對為

例。可掃各種步法右側 QR-Code觀看相應技術動作影像。 

十、搏擊連擊動作 

兵道搏擊，雙方交手，激烈對戰，單純運用單個技術動作，難以在搏擊中佔有優勢。

因此，無論是進攻，亦或是防守，雙方均需使用多種技術動作連擊，相互銜接與配合。兵

道連擊動作，是在單個進攻或防守動作基礎之上，將單個動作銜接在一起或者單招動作重

複使用的技術動作。運用連擊技術動作的關鍵在於單個技術動作的熟練掌握與應用自如，

再配合步法、身法、將技術動作的攻防作用發揮到極致。表 6 兵道搏擊連擊動作中所列

動作為兵道進攻連擊動作與防守連擊動作的示例；所有示例中均以甲乙雙方持兵相對為

例，可掃右側 QR-Code觀看相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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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兵道搏擊防守技術 

類 

別 

名 

稱 

子 

類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接

觸

性

防

守 

格

擋 

左

格

擋 

甲方手腕內扣，向左側格擋，格

開對手刺與砍的進攻 

兵鋒不離身體中線，以短兵根部

為力點，格擋幅度以不超越身體

兩側沿線為宜，將對方進攻格擋

於體外 

 
右

格

擋 

甲方持兵向乙方右側格擋，以短

兵根部格開乙方剪腕、點腕或從

身側攻擊的進攻 

 

架 

擋 

正

架

擋 

甲方前臂內旋上抬，短兵架於頭

前上方，略高於頭部，架點置於

短兵中段部位，正手上架 

上架時，上抬前臂，注意幅度不

可過大，護住頭、肩即可，用於

架擋對手的劈擊 

 
反

架

擋 

甲方前臂上舉外旋，短兵成斜面

架于左側上方，手舉位置略高於

頭部，力點置於短兵中部，反手

向上架托 
 

攔

截 

左

攔

截 

甲方右手腕外旋，短兵前端下

落，成斜面向左旋推至身體左外

沿線 幅度不可過大，以本人身體內、

外側沿線為臨界線。力點置於短

兵中段，攔截時，無論向左還是

向右，都應略向後隨帶，以化解

對方的橫向力度，為反擊做準備 

 
右

攔

截 

甲方右手腕內旋，短兵前端下

落，成斜面向右旋推至身體右外

沿線 

 
垂

閉 

- 甲方右手上提，內旋下扣，短兵

前端回擺，兵尖垂直朝下，或斜

面朝下，以短兵中、根部抵擋對

手的大力橫擊或中平刺，身體隨

之向右側移動，將攻擊阻於體外 

運用時，短兵向左側推擋，略向

後帶動，便於還擊 

 

非

接

觸

性

防

守 

躲

閃 

後

躲

閃 

甲方以後退步為基礎，根據乙方

進攻情況，單腳或雙腳向後急退

一步或半步，乙方進攻落空，破

壞對方的進攻距離。 

躲閃撤步要根據對手進攻幅度的

大小退步或滑步，不宜過大。躲

閃撤步或滑步是積極防禦，以退

為進，非消極退讓。躲閃時，應

配以上身的後引、前俯或左、右

側輕等身法變化，增強防守效果 

- 不適用 

左

右

躲

閃 

甲方向左、右橫向滑步閃避對手

攻擊。向右閃避以後步向右橫向

滑步；向左閃避，以前步向左橫

向滑步 

- 不適用 

下

躲

閃 

甲方向下屈膝，沉髖下蹲，降低

重心，躲閃乙方短兵對頭部的橫

向攻擊 

膝關節、髖關節要同時彎曲，兩

眼緊盯乙方橫向打擊頭部的短

兵，持短兵隨時做好補防或進攻

的準備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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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兵道搏擊連擊動作 

類

別 
名稱 

動作過程 動作要領 QR-Code 

進

攻

連

擊

動

作 

直刺

- 

掄劈

- 

橫砍 

甲方虛招直刺乙方胸口，

誘使乙方做出反應時，再

上步掄劈乙方肩部或頭部

（非後側），待乙方做出

防守上步進攻動作，下盤

漏出空擋時，隨即低身砍

擊乙方前小腿內側 

動作速度要快，一氣呵成。掄劈時，短

兵需貼近身體內側劃出弧線，轉腰帶手

劈擊；砍擊時，需低身迅速，貼近乙方

身體，既避免對手還擊，又使對手難以

回救。整套組合三個招式的發力節奏為

輕、重、重，或重、重、重。 
 

立劈

- 

正砍

- 

反砍 

甲方上步立劈乙方面部，

迫使乙方架擋防守，借乙

方架擋之機，回收前臂外

旋上步正砍乙方小腿，隨

即收手，手心向下，反砍

乙方肩臂 

立劈時上步迅速，猛而有力；劈轉砍

時，回收前臂要快，腰部帶動手臂，正

砍與反砍需緊密結合。發力節奏為輕、

重、重，或重、重、重的組合，動作銜

接要發力順暢，方可發揮威力。 

 

剪腕

- 

插刺

- 

掄劈 

甲方前腳左上步剪擊乙方

手腕，待乙方做出防守左

側動作時，收腳右跳步插

刺乙方胸膛，隨即手腕內

旋掄劈乙方肩部 

剪腕與插刺需要手腕靈活與腳步敏捷，

插刺時，手臂向內側旋轉，手心向下，

手腕與手臂成一水準線，力達兵尖；插

刺轉掄劈時，短兵貼身劃出弧線劈擊乙

方，腰部發力與手臂發力流暢順達，做

到起於腳，傳於腰，催於手，達於兵。

發力節奏為輕、重、重或輕、輕、重。  

下砍

- 

上刺

- 

橫砍 

甲方低身下砍乙方前小腿

內側，待乙方做出下盤防

守時，隨即順勢上刺乙方

持兵手臂腋下，使乙方無

法發力，隨後起身，掄臂

橫砍乙方腰部或肩部 

下砍要兇猛，發力應當是重力，逼迫乙

方做出反應；此時順勢刺擊乙方腋下，

隨即收兵砍擊乙方，要求轉腰帶手。整

套動作要快、准、狠，發力節奏應當是

重、重、重 

 

防

守

反

擊

連

擊

動

作 

格擋

- 

插刺

- 

掄劈 

乙方上步刺擊甲方胸部或

肩部，甲方用短兵中部或

根部向右側（外）格擋，

隨即收兵刺擊乙方胸膛，

待乙方回收短兵防守之

即，快速上步掄劈乙方肩

部或面部 

甲方格擋時，注意握緊短兵，轉腰帶

手，發力向右後旋帶，同時身體向右閃

出半個身位，以防萬一；刺擊時，要

快、准、狠；不等乙方做出反應，隨即

上步轉動手腕，腰部帶動手臂，掄劈乙

方 
 

架擋

- 

下砍

- 

直刺 

乙方上步劈擊甲方頭部，

甲方上步正手向上架擋，

隨即回收低身下砍乙方小

腿內側，待乙方做出防守

下盤動作，再回兵上步刺

擊乙方胸膛 

甲方格擋時，應迅速上步迎架，迫使乙

方不好發揮下一個動作，要求身體背

弓，頭部藏在短兵下方；由架擋轉砍

腿，轉換要突然，不予乙方思考的機

會，低身應快速，砍擊應剛猛，起身直

刺時，要求力達兵尖，直刺乙方胸膛 
 

右閃

- 

斬兵

- 

插刺 

乙方上步立劈甲方肩部，

甲方移動右閃，進步斬擊

乙方前臂與短兵，待乙方

短兵下落，甲方隨即向右

跳步，避開乙方身體中

線，插刺乙方胸膛 

甲方右閃時，向右移動轉腰帶動肩部，

身體移動時短兵向內側格擋，以防萬

一；進步斬兵時，要速度快、力量大；

反砍轉插刺時，需迅速向右移動，避開

乙方，走一側進行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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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閃

- 

砍腿

- 

插刺 

乙方上步砍擊甲方腰部，

甲方向下屈蹲躲閃，隨即

順勢上步砍擊乙方小腿內

側，待乙方回兵防守，甲

方迅速右跳步，避開乙方

中線，插刺乙方胸膛 

甲方下閃時，迅速屈蹲，手腕握緊短

兵，短兵需豎立，一則利於防守，二則

便於反擊。順勢砍擊乙方小腿要快、

准、狠，插刺時，力達兵尖 

 

以

攻

擊

代

防

守

連

擊

動

作 

撩兵

- 

橫砍

- 

直刺

- 

掄劈 

甲方由左下向上反撩乙方

短兵，迫使乙方短兵上

揚，隨即轉腕砍擊乙方腰

部，待乙方收兵反擊時，

甲方屈蹲直刺乙方胸膛，

隨後起身上步掄劈乙方肩

部 

甲方撩擊時，虎口向下，前臂帶動上

臂，撩轉砍時，轉腕轉腰帶動手臂，力

度架擋，速度加快；隨後收手屈蹲刺

擊，緊接著起身上步掄劈，要求快速而

兇猛，左右上下流暢銜接在一起 

 

剪腕

- 

插刺

- 

橫砍

- 

掄劈 

甲方左前進步剪擊乙方手

腕，隨即右跳步插刺乙方

胸膛，待乙方還擊時，甲

方橫砍乙方腰部，隨即上

步掄劈乙方肩膀 

甲方剪腕時，要求上步快，手腕靈活，

即點即走，意在幹擾乙方；隨後快速跳

步至右側插刺乙方胸膛，緊接橫砍腰

部，不等乙方做出反應，隨即上步掄

劈；掄劈時，轉腰帶手，短兵貼身體內

側掄出，做到“前手到，後手隨”。發

力節奏應是重、輕、重、重，方位應是

左、右、中、上   
 

 

十一、搏擊比賽場地 

    比賽場地為中國武術協會認可的11×11m墊子/地毯/地板，中間邊長為 9 米(由場地

外緣量起)的正方形場地為運動員比賽場地，四周一米為安全區。場地四周為兩米淨空的

安全區域。如採用賽台，場地各邊安全區將再增設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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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比賽主要規則 

1、得分技法 

得分的四種技法：劈、砍、斬、刺。 

2、得分類型 

（1）得1分 

- 擊中對方得分部位，得1分 

- 對方被警告一次，得1分 

- 開局起手式直接得分，主裁在原得分基礎上再加1分。 

（2）得2分 

- 成功的接觸性防守之後，緊接著擊中對方得分部位，得2分 

- 使用騰空的技術擊中對方得分部位，得2分 

- 對方被嚴重警告一次，得2分。 

（3）得3分 

使用轉身技術擊中對方得分部位，得3分。 

3、禁擊部位及得分部位 

（1）禁擊部位 

後腦、喉部、襠部、手部（腕關節以上）、足部（踝關節以下）。 

（2）得分部位 

- 頭部：禁擊部位以外的整個頭部，包括頭頂、面部及兩側 

- 軀幹：軀幹的前面、側面、背部及肩部護具包裹部位 

- 腿部：踝關節以上到膝關節以下的護具包裹部位，不含膝關節和踝關節。 

4、得分標準及得分判定 

（1）得分標準 

- 規範的技術動作 

- 清晰的擊打效果 

- 明確的得分意識 

- 良好的攻防狀態 

（2）得分判定 

- 在比賽時間內使用規定的得分技術擊打對方得分部位，並同時符合四個得 

分標準，則判定為得分。在主裁發出“暫停”或“比賽停止”的指令之後，即使 

做出的技術動作有效也不能得分，違反者甚至會因此受到處罰 

- 雙方運動員皆在場外，任何技術動作（包括有效的技術動作）都不能判定為得分。

攻擊已經出界的運動員不得分。在主裁喊停之前，一方運動員身處場內做出一記有

效的技術動作後，對方出界，這個技術動作判定為得分。 

（3）不獲得分： 

- 沒有明確的用意、技法不清楚、擊中效果不明顯，不得分 

- 用兵身以外任何部位擊打對方者，不得分 

- 裁判喊停以後的技術動作，不得分 

- 出界、倒地後的技術動作，不得分 

- 攻擊出界、倒地的對手，不得分 

- 反把/反握的技術動作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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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犯規行為及判罰 

運動員在比賽中出現犯規行為將被處以警告、嚴重警告及犯規敗的判罰。具體犯規行為以

及對應判罰見表7  犯規行為及相應判罰。 

 

表7  犯規行為及相應判罰 

 警告 嚴重警告 犯規敗 

犯

規

行

為 

1.攻擊對方禁擊部位。 

2.使用非競技兵道技術動作攻擊對手。 

3.喊停後，繼續攻擊對手。 

4.出界。 

5.兵器掉地。 

6.消極比賽。（裁判提示進攻後，5秒內依然不進攻） 

7.攻擊處於倒地狀態下的對手。 

8.倒地。 

9.使用違規技術、盲目進攻或防守。 

10.夾握對方的兵器、用手臂格擋。 

11.故意衝撞、推人、夾抱等阻擋對方進攻的行為。 

12.裁判提醒後依然行禮不到位。 

13.運動員、教練員無故要求暫停。 

14.運動員上場後著裝或者護具穿戴不合格，裁判員提示

後，在計時1分鐘內 

更換。 

15.侮辱性語言、吐唾沫、不文明手勢等不文明行為。 

16.場上教練員的其它違紀行為。（大聲喧嘩、抗議、離

開座位等） 

 

1.攻擊對方禁

擊部位，並給

對手造成傷

害。 

2.使用違規技

術並給對手造

成傷害。 

3.運動員著裝

或者護具穿戴

不合格，裁判

員提示後，在

計時1分鐘

後，3分鐘 

內更換。 

4.違反體育道

德的行為。

（辱駡裁判、

對手及教練

等） 

 

1.攻擊對方禁

擊部位，並造

成對手嚴重傷

害，不能繼續

比賽。 

2.摔頭盔、靜

坐示威、使用

暴力手段等不

良方式侮辱、

侵犯對方運動

員或其 

他人員。 

3.對裁判員、

官員及競賽相

關工作人員有

暴力性或侮辱

性違紀行為。 

 

判

罰 
被判罰警告，將給對方加1分 

被判罰嚴重警

告，將給對方

加2分 

被判罰犯規

敗，將直接判

定對方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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